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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JJG680-2007《烟尘采样器检定规程》、HJ/T48-1999《烟尘采样器技术

条件》和JJG968-2002《烟气分析仪检定规程》制定。

本标准按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编写。

本标准由青岛聚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涛、徐治超、张冬梅、卢旭河。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有效期三年，到期复审。当有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复审，并确认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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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Y-80E(S)烟尘气测试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JCY-80E(S)烟尘气测试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本公司生产的JCY-80E(S)烟尘气测试仪（以下简称测试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

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

GB/T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Ea：冲击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Fe：振动（正弦）

GB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 声功率级反射面上方采样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5080 设备可靠性试验

GB/T 9969.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HJ/T 48-1999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JJG 680-2007 烟尘采样器检定规程

JJG 968-2002 烟气分析仪检定规程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颗粒物

颗粒物是指燃料和其他物质燃烧、合成、分解以及各种物料在处理中所产生的悬

浮于排放气体中的颗粒状物质。

3.2等速采样

等速采样是指将采样嘴平面正对排气气流，使进入采样嘴的气流速度与测定点的

排气流速相等。

4 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测试仪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a)工作电源：交流 220V±10%，50Hz（电源接地线应良好接地）；

b)环境湿度：0% ～ 95%；

c)环境温度：-20℃ ～ +45℃；

d)大气压力：85 kPa ～ 106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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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a)测试仪各零部件应连接可靠，表面无明显缺陷，各操作键使用灵

活，定位正确。

b) 各显示部分刻度数字应清晰，涂色牢固，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

陷。显示屏的显示应清晰，不得有缺划、擦痕现象。

c) 面板及主机箱表面不得有损伤。

采样流量
参数范围 分辨率 误差

0～ 100 L/min 0.1 L/min ≤±2.5%

流量控制稳定性 < ±2% (电压在 180V—250V 变化，阻力在 3—6kPa 内变化)

烟气动压 0～2500 Pa 1 Pa ≤1%FS

烟气静压 -30.00 ～+30.00 kPa 0.01 kPa ≤1%FS

流量计前压力 -30.00 ～0 .00kPa 0.01 kPa ≤1%FS

流量计前温度 -30.0 ～ 150.0℃ 0.1℃ ≤±2℃

烟气温度 0 ～ 500℃ 1℃ ≤±3℃

大气压 (70～130)kPa 0.1 kPa ≤±2.5 %

含湿量 （0～60）% 0.1% ≤±1.5%

O2 （0～30）% 0.01%

示值误差：≤±

5 %；

重复性： ≤2 %；

响应时间：≤60s；

稳定性：1小时内示

值变化≤5 %。

SO2 （0～5700）mg/m3 0.1 mg/m3

NO （0～1300）mg/m3 0.1 mg/m3

CO （0～5000）mg/m
3

0.1 mg/m
3

NO2 （0～205）mg/m
3

0.1 mg/m
3

H2S （0～303）mg/m
3

0.1 mg/m
3

CO2 （0～20）% 0.01%

采样泵负载能力 ≥50 L/min (阻力为－20kPa 时)

抽气稳定性 抽气动力装置在 13kp 恒阻力下以 30L/min 的流量连续运行 30min,

流量波动不超过 2L/min.

平均无故障时间 抽气泵在常温下，入口负载阻力为 5kpa 真空度下运行，其平均无

故障时间应不小于 1000 小时

停止抽气动压值 控制抽气泵的停止抽气动压值应不大于 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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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采样管 由普通采样管和与之平行放置的 S 型皮托管固定在一起组成,二者

之间的相对位置见图 1。

气密性 当系统负压达为(4～4.2)kPa 时，在第 1min 内负压下降不得大于

120Pa。

计时误差 计时 10 分钟，测试仪误差应不超过±2S。

仪器噪声 <70 dB(A)

等速跟踪响应时间
测试仪调节系统调节抽气流量，使通过采样嘴的气体流速等于测定

点的气体流速，等速跟踪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0s。

等速吸引误差 测试仪的等速吸引误差应不超过±5%。

绝缘电阻

环境温度在 40℃以下、相对湿度不超过 85%时，测试仪电源端子对

地或机壳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20MΩ。

测试仪经湿热试验后，绝缘电阻不小于 1MΩ。

耐压强度 耐压交流 1500V 试验后，无击穿、无闪烁现象。

工作温度和运输包装
测试仪经工作温度、贮存、湿热、振动、冲击、跌落试验后，应符

合的要求。

图 1 组合采样管相对位置要求

1、采样管 2、S 型皮托管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环境要求

a) 环境温度：(10～30)℃。

b) 环境湿度：≤85%RH。

c) 大气压力：85 kPa ～ 106 kPa。

5.1.2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

5.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和装置见HJ/T48-1999中9.2、JJG 680-2007中6.1.2、JJG968-2002中5.1.2的

要求。

5.3 外观

目测、手动检验。

5.4 气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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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测试仪连接好，保证整个气路通畅，然后打开仪器电源开关，启动抽气泵，封住采

样管入口，抽真空至系统的压力表负压指示为（4～4.2）kPa，关闭连接抽气泵的橡胶管，

记录第1分钟内压力表的负压读数下降值。

5.5 计时误差

设定测试仪采样时间为 10min，启动测试仪，同时用电子秒表进行计时 10min，连续重

复测量三次，取其平均值进行计算。按公式（1）计算计时误差。



 21 ttt ……………………………………………(1)

式中：

δt——计时误差，s；

t1 ——测试仪设定的采样时间，s；


2t ——电子秒表三次测量时间的平均值，s。

5.6 仪器噪声

连接好气路系统，装上新滤筒，调节流量至30L/min，待测试仪运行稳定后，按GB3768

的规定进行。

5.7 流量计前温度示值误差

开启测试仪电源，在检定环境下，将标准温度计与测试仪流量计前温度计置于相同测

量点，同时读取温度测量示值和标准温度计的示值，按公式（2）计算出示值误差 Ｔ 。

标被T TT — …………………………………………………………（2）

式中： Ｔ ——温度示值误差，℃；

被Ｔ ——被检测试仪温度测量值，℃；

标Ｔ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

5.8 烟道温度

将温度测量探头与仪器连接后和标准温度计同时放入温浴（箱），对80℃，120℃，

200℃三个温度点进行检定，示值稳定后，分别记录被检温度值和标准温度计的示值，用公

式（2）计算出示值误差，取三个计算结果中绝对值最大值的结果作为检定结果。

5.9 抽气泵

5.10 空载流量

按流量计，阻力调节装置，抽气泵的顺序连接，确保气路不漏气。启动抽气泵，逐渐

调节阻力调节装置至阻力最小，观察流量计的读数。

5.10.1 负载流量

连接好气路系统，装上新滤筒，启动测试仪抽气装置，调节采样系统负载阻力为20kPa，

观察流量计最大读数。

5.10.2 抽气稳定性

连接好气路系统，装上新滤筒，调节采样系统负载阻力为13kPa左右，流量调节到

30L/min，连续运行30min，记录流量计波动的最大值。

5.10.3 平均无故障时间

连接好气路系统,装上新滤筒,在系统负载阻力为5kPa,流量为30L/min条件下,按GB5080

的规定进行。

5.10.4 停止抽气动压值

将采样管装上新滤筒，接通测试仪气路系统，气路系统检查应严密不漏气。将精密微

压计和测试仪动压值调至零，将精密微压计与测试仪动压测量气嘴相连，调节微压发生器，

启动抽气泵，待测试仪运行稳定后，再调节微压发生器，缓慢降低施加的压力，读取抽气

泵停止抽气时微压计的读数，重复3次，取平均值。

5.11 组合采样管

用量具测量多功能取样管各部件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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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干、湿球温度

在满量程范围内取30、60、90℃3个检定点，将温度传感器与标准温度计的测温头一起

放入水浴锅内，待示值稳定后，记录读数，按公式（3）计算示值偏差。

%100



c

ci
t

t
tt …………………………………………(3)

式中：

δt——干、湿球示值误差，%；

ti——被测传感器示值，℃；

tc——标准温度计示值，℃。

5.13 压力零点漂移

测试仪通电预热10min，调节动压至零点，进入预测流速状态，记录初始示值 d初P ，

以后每隔10min读取零点示值 diP 一次，共七次，按公式(4)计算零点漂移，取其中绝对值最

大值作为该测试仪的零点漂移值。

d初did PPP  …………………………………………(4)

式中：

dP ——零点漂移，Pa；

d初P ——零点初始示值，Pa；

diP ——第i次零点示值，Pa。

5.14 流量计前压力示值误差

在测量范围内均匀选择 0、-6、-12、-18kPa 四个检测点。将标准压力表、压力发生器

和流量计前压力传感器通过三通管相连接。调节输出压力至检定点，同时记录标准压力表

和测试仪压力（流量计前压力）示值，上下行程各一次，按公式（5）计算示值误差δPr，

以 8 个计算结果中绝对值最大值的结果作为检定结果。

%100



P
PP 标设

P …………………………………………(5)

式中：

P ——测试仪压力示值误差，％；

设P ——被检测试仪压力测定值，kPa；

标P ——标准压力计测定值，kPa；

P——被检测试仪压力测量装置的满量程值，kPa。

5.15 静压示值误差

在测量范围内选择0、3、8、13、18kPa五个检测点，将标准压力表、压力发生器和压

力（静压）传感器通过三通管相连接。调节输出压力至检定点，同时记录标准压力表和测

试仪压力（静压）示值，上下行程各一次，按公式（5）计算仪器压力示值误差，以10个计

算结果中绝对值最大值的结果作为示值误差。

5.16 动压示值误差

选择0、100、500、900Pa四个检定点，在压力发生器的压力输出端接一个三通，其一

端接微压计，另一端接仪器的动压测量口。其余步骤同5.14。

5.17 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a）选定 20，40，50L/min 三个流量点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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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接通测试仪气路系统，将标准流量计与采样管进气口相连。

c）启动测试仪，分别调节采样流量到相应检定点，待稳定后，读取标准流量值。

d) 每点重复检定两次，按公式（6）计算瞬时流量示值误差 E。

%100
max








q
qqE VsV

……………………………………(6)

式中：

Vq ——测试仪瞬时流量示值，L/min；



Vsq ——流量标准器或装置的两次测量结果平均值，L/min；

maxq ——测试仪瞬时流量的满量程值，L/min。

取三个计算结果中绝对值最大值的结果作为示值误差。

5.18 累积流量示值误差

a) 接通测试仪气路系统，将标准流量计与采样管进气口相连。

b) 启动测试仪，调节被检测试仪瞬时流量示值为30L/min, 测试仪运行稳定后，使

用标准流量计测量出此时对应的实际瞬时流量qs(L/min),启动电子计时秒表，记录10min内

测试仪累积流量值，代入公式（7），得到累积流量示值误差 L 。

%100
10
10





S

S
L q

qV ………………………………………………(7)

式中：

L ——累积流量示值误差，L；

V ——测试仪显示的累积流量值，L；

sq ——标准流量计测量出的瞬时流量示值，L/min。

5.19 等速跟踪响应时间

a）将采样管装上新滤筒，接通测试仪气路系统，气路系统经检查应严密不漏气；

b）将微压发生器与测试仪动压测量接口相连；

c）调节微压发生器，选取风速 10m/s，或选取流量 30L/min，调节范围为±3L/min；

d）设置测试仪工作参数，调节动压至采样嘴内径为 8mm 对应的流速检定点上，待测试

仪运行稳定后，迅速调节微压发生器，使流速高于检定点 2～3m/s 或使流量高于检定点

6～9L/min，记录测试仪计算示值和从调节微压发生器时起到实际跟踪值达到计算值的 90%

时的时间；待实际跟踪示值稳定后，迅速调节微压发生器，使流速恢复到检定点，记录测

试仪计算示值和实际跟踪值达到计算值的 110%时的时间；

e) 连续重复测定 3 次，取平均值。

5.20 等速吸引误差

图 2 吸引速度测定系统

1.采样管 2.风洞工作段 3.采样器 4.压力计 5.风洞收缩段 6.前静压孔

7.精密微压计 8.后静压孔 9.标准皮托管 10.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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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 吸引速度的测定

a）将采样管装上新滤筒，去掉干燥器中的干燥剂，接通测试仪气路系统，气路系统经

检查应严密不漏气。将等速采样管固定在图2中所示的风洞内，使采样嘴入口方向与风洞轴

线平行，偏斜角度不大于±5°，采样管外壁与风洞壁相距不小于150mm；

b）在5～25m/s风速范围内均匀的选取5，10，15，20，25 m/s 5个检定点，每点调节

范围为±1m/s；

c)调节风洞风速至检定点上，待风速稳定后再启动测试仪，待流量稳定之后，迅速记

录测试仪显示的吸引速度Vs’；

d)每个检定点连续重复测定3次，其变差应小于0.3m/s，然后求出的平均值Vs’，变差

超过的必须重新测定。

5.20.2 实际风速的测定

标准皮托管的总压孔尽量靠近风洞工作段的中心,且与被检皮托管的总压孔处于工作段

内同一测点位置。然后和精密微压计连接，测出风洞内气体的动压。按公式（8）计算出实

际风速。


d

ps
PkV 2

 ……………………………………………(8)

式中：

Vs——实际风速，m/s；

Kp——皮托管修正系数；

式中：

Pd——风洞工作段的气体动压，Pa；

ρ——空气实际密度，kg/m
3
；

ta——空气温度，℃。

5.20.3 按公式(9)计算出检测点的等速吸引误差δV(%)。

%100



s

sV
V
VV S ……………………………………………(9)

式中：

δv ——等速吸引误差 ，% ；

VS′——测试仪检测的吸引速度，m/s ；

VS ——实际风速，m/s 。

5.21 烟气浓度测量

5.21.1 示值误差

测试仪校准零点后，分别通入约为满量程20%、50%、和80%的标准气体，每种浓度的气

体通入3次，读取各稳定示值ci。按公式（10）分别计算出不同浓度测量值的示值误差△a。

%100



s

si
a

c
cc

………………………………………(10)

式中：

△ a——一种浓度示值误差；

a

3

t273
10484.3


  aB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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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 3次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cs ——标准气体的浓度。

取示值误差△a中的最大值为测试仪的示值误差检定结果。

5.21.2 重复性

测试仪校准零点后，分别通入约为满量程80%的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得到测量值

Ci，然后回零，上述步骤重复6次，重复性以相对标准偏差Sr表示，各参数的Sr均可按公式

（11）分别计算。

%100
1

1
)( 2

1










n

n

i
cc

c
s

i

r ……………………………………..(11)

式中：

Sr ——相对标准偏差；

c——6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ci——第i次的测量值；

n——测量次数，n=6。

5.21.3 响应时间

测试仪校准零点后，首先通入约为满量程80%的标准气体，读取测试仪稳定初值，然后

通入清洁空气，让测试仪回零后，再通入上述标准气体，并同时用秒表记录测试仪达到稳

定初值90%的时间，重复上述步骤3次，取算术平均值为测试仪的响应时间。

5.21.4 稳定性

测试仪校准零点后，通入约为量程80%的标准气体，分别读取稳定示值c1，作为测试仪

的初始值。让测试仪连续运行1h，每间隔15min通入一次标准气体，同时读取稳定示值ci。

每种标准气体读取稳定示值4次，取与初始值偏离最大的值ci。按公式（12）计算稳定性δs。

%100
1

1





c
cci

S ……………………………………(12)

式中：

δs——稳定性；

c1——测试仪的初始值；

ci——与初始值偏离最大的值。

5.22 含氧量的测量（O2）

测试仪校准后，分别通入6%、15%、24%的氧气（O2）标准气体，每种浓度的气体通入3

次，读取各稳定示值ci。计算出不同浓度测量值的示值误差△a，示值误差△a的计算方法同

烟气浓度的示值误差。

5.23 绝缘电阻

5.23.1 在符合检验要求的环境条件下，用兆欧表测电源输入端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

5.23.2 测试仪经湿热试验后，用兆欧表测电源输入端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

5.24 耐压强度

测试仪电源输入端与机壳之间加工频1500V电压（若有可控硅直接串接交流电时，应将

可控硅断开），历时5分钟。

5.25 工作温度和运输包装

5.25.1 工作温度检查

a) 低温试验按 GB/T2423.1 试验.Ab.方法进行，严酷程度：温度-20℃ ，持续时间 2h；

b) 高温试验按 GB/T2423.2 试验 Bb.方法进行，严酷程度：温度 40℃ ，持续时间 2h。

5.25.2 贮存温度检查

a) 低温试验按 GB/T2423.1 试验.Ab.方法进行，严酷程度：温度-40℃，持续时间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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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温试验按 GB/T2423.2 试验 Bb.方法进行，严酷程度：温度 55℃，持续时间 2h；

c) 高、低温试验后，均在正常环境中恢复 2h 后按本标准的要求试验。

5.25.3 湿热

a) 湿热试验按 GB/T2423.3 试验 Ca.方法进行，严酷程度：温度 40℃，周期 2d。

b) 湿热试验后，均在正常环境中恢复 2h 后按本标准的要求试验。

5.25.4 振动

按GB/T2423.10试验Fe方法进行，严酷程度20℃，频率范围10～50Hz，加速度

10m/s
2
(1g)，每轴上线扫描循环次数2次。试验后按本标准的要求试验。

5.25.5 冲击试验

按GB/T2423.5试验Ea方法进行，严酷程度20℃，峰值加速度50m/s
2
(g)，脉冲持续时间

11ms，脉冲波形为正弦波，三个面各冲击三次，共九次。

5.25.6 跌落

根据产品完整包装后的的总质量，按表2确定跌落高度进行。

表 2

毛重（G）kg G≤10 10<G≤25 25<G≤50 50<G≤75

跌落高度（mm） 800 600 450 350

按表2规定的高度，一次将底、前、后、左、右面向平整地面各跌落一次，跌落试验时

应将初速度为零，试验面应与地面平行。

6 检验规则

测试仪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 出厂检验

每台测试仪应经公司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明方可出厂或入库。出厂检验

项目为外观、绝缘电阻、流量波动、烟温误差、静压、动压、流量误差、等速吸引误差、

烟气浓度及烟气流量；

6.2 型式检验

6.2.1 型式试验正常生产每两年进行一次，有以下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时；

b) 产品设计，工艺材料有较大变动时；

c) 停产一年，再恢复生产时；

d) 国家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6.2.2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合格的产品

中随机取样二台，做 8 小时连续试验。

6.3 判定规则

6.3.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时，出现一个项目不合格，即为不合格产品，应退回生产部门返修后提交检

验

6.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出现不合格项时，应加倍抽取样品，进行项目复检，如仍不合格，应立即停

止生产，分析原因，直到型式试验合格为止。

7 标志、标签和说明书

7.1 标志

每台测试仪应在明显的位置固定铭牌，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额定工作电压；

c)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d) 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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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

7.2 包装箱上的标志

a) 厂名、厂址；

b) 产品型号、名称及产品标准号；

c) 应注明“防潮”、“防震”、“向上”标志。

7.3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内容应符合 GB/T 9969.1 的规定。

8 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包装

测试仪采用木制铝皮箱包装，内衬缓冲材料。

8.2 包装箱内应装文件

a) 产品说明书；

b) 产品合格证书；

c) 装箱单。

8.3 运输

仪器包装完好后，可用普通运输工具，但必须防止雨雪直淋袭和剧烈震动。

8.4 贮存

仪器应存储在干燥有遮盖物的场所内，防止腐蚀性物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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